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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新疆人 口年龄结构的调整与分析

—新疆人门年龄堆积现象研究报告之三
乔晓春

、

李建新
6中国人民大学人口 所 北京大学人 口所 7

在联合国人 口基金 #8 项 目的资助下
, “

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分析课题组
”

与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人 口普查办公室合作
,

于 � ! ! 9一 � ! ! : 年对新疆人 口年龄堆积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

的实地调查和研究
。

本文是在
“

新疆人 口年龄堆积现象分析
”

6人口 研究
,

� ! ! : 年第  期 7 和
“

新疆维吾尔族人 口年龄堆积原因的初步分析
”

6中国人 口科学
,

� ! ! : 年第 ∋ 期 7 的基础上的

又一项研究
,

是全部研究的一部分
。

� 年龄堆积状况

从第三
、

四次人 口普查资料分析中都可以明显发现
,

在中国各个省
、

自治区和直辖市中
,

新疆是人 口年龄结构堆积最严重的地区
。

� ! ! 8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 :8 个省
、

自治区和直辖市

中
,

有 9! 个地区的惠普尔指数都在 � 8; 士 ; 之间
,

唯有新疆地区的惠普尔指数高达 � 9;
2

 ∀ ,

很

明显新疆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年龄偏好现象
。

进一步的分析发现
<

新疆人 口年龄堆积并不

主要发生在汉族人 口
,

而主要产生于占新疆地区总人口  ∀
2

;=的维吾尔族人 口
,

因为 � ! !。年

新疆汉族人口的惠普尔指数只有 � 8:
2

8!
,

而此时维族人 口 的惠普尔指数则高达 � > 
2

! ! � 。

导

致维族人 口年龄偏好的原因很复杂
,

但最主要的还是维吾尔族没有记忆年龄的习惯 � ,

从而在

普查申报年龄时
,

随意选择以
“

 ,, 或以
“ ! ”

结尾的年龄作为 自己的年龄
,

致使以
“ ∀ ”

和以
“! ”

结尾年龄的人 口大大多于其它数字结尾的年龄
。

为了还新疆地 区人口年龄结构的本来面

目
,

得到较为合理或可以接受的人 口年龄结构资料
,

本文拟在以往研究和现有数据的基础上
,

用一些特有的方法对新疆 #∃ ∃ 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人 口年龄结构数据进行必要的

修正和调整
。

% 调整方法

值得注意的是
,

使用任何方法修正数据
,

对原始数据都有一定的要求和假设条件
。

本文

所使用的方法也不例外
。

调整或修正数据的基本原则是
&

尽可能地保持原数据的信息
∋
调整

要在根据较为充分的条件下进行
。

因此
,

对新疆维吾尔族人 口数据的调整首先应当考察维族

人 口是否满足调整的前提
,

这个前提条件是
&

维吾尔族实际人 口是否是稳定或基本稳定变化

的
,

也即实际的年龄构成曲线是否平滑或基本平滑
。

实际上
,

对整个新疆人 口来说
,

很难断言其人口是稳定增长型
。

这主要是来自占全疆总

人 口近 ( )的汉族人 口所致
。

新疆汉族人 口年龄构成的凸凹不齐 ∗见图 #+
,

主要来自于移迁
、

六
、

七十年代的生育高峰和 , 年代中期的强有力的计划生育
。

而对新疆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

来说
,

这些因素影响甚小
,

虽然局部地方也存在
,

如 #∃ −%年的伊犁塔城地区哈萨克族边民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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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,

不妨假定真实的新疆维族人 口是较稳定增长的人 口

根据
。

前苏联大量迁出
。

总之
,

新疆维吾尔

族的其他少数民族人 口基本上处于一

种自发的增长状态
。

例如
,

整个 ∀8 年

代中期到 �8 年代中末期
,

少数民族人

口的出生率一直保持 9> 编左右
,

而死

亡率也保持一个较稳定的水平
。

到 �8

年代末
,

新疆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才

开始实行较宽松的计划生育
。

因此
,

这

种人为对年龄构成的影响在 � ! !8 年

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并不显著
。

而 图 9

表明五岁一组的维族人 口年龄构成曲

线消除了年龄堆积
,

呈现出平稳性
。

所
,

这样
,

对其进行调整便有了基础和

一卜曰
�?≅∃朗�8Α

, 。

Β 认

Χ、久

、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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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牛井玄言燕式荡玄贫氛品蕊言茹药芯布〕

图 9 �”8 年新孤维族按五岁分组的人口年龄结构曲线

本文先采用两种较常用的调整方

法对维吾尔族男
、

女性人 口分别进行

修匀
,

然后讨论比较两种结果
。

最后

把调整后维吾尔族人 口加入不含维族

人 口 的总人 口中
,

这样对整个新疆人

口来说
,

调整了该调整的一部分人 口
,

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始数据的

信息
。

本文所使用的两种方法是喀拉

普一金方法 6Δ ( / & %一Δ ∗+ Ε Α − )0 ∃ Φ 7

和哥拉比方法 6Γ / ( Η ∗∋∋Α − )0 ∃ Φ 7
。

两

种方法都要求被调整的人 口年龄构成

曲线实际上是平滑的或基本上是平滑

的
。

两种方法都是以五岁组年龄为基础的
,

五岁年龄组人 口基本上可以被认为年龄堆积已消

除
。

第一种方法利用喀拉普一金乘数将五岁年龄组人 口逐一调整成一岁年龄组人口数. ∋
第二

种方法则利用 ! 个相邻的五岁年龄组加权平均求出中间年龄组中的一岁一组人数
。

由于两种

方法对原始数据处理的方法不同
,

因而结果也不相同
,

下面对两种结果进行讨论
。

/ 调整结果

图 / 、 ( 给出了新疆维吾尔族人口 两种调整方法的直观结果
。

从图中看到
,

第一种方法调

整 的曲线不如第二种方法平滑
。

但 012 34 一05 67 方法是按比较实际的情况将原始数据从 #! 一

∃∃ 岁进行了调整
。

这里的情况是
,

新疆维吾尔族低年龄组 ∗ 一#( + 人口相对报的准
,

因为越

来越多的维族对下一代记年龄
,

乡村的户籍制度也逐步开始健全
,

以往的分析可以直观地看

到
,

维族人 口年龄有规律地呈现堆积是从 #! 岁以后� 。

因此
,

这里没有必要对 。一#( 岁人口

进行调整
。

在 #!一 ∃ ∃ 岁中
,

0 1 2 3 8一0 56 7 方法的男女调整数分别为 (− (9 %9 人和 ! − ∃ (%∃ 人
。

在此年龄段里调整后的男女总人口与原男女总人口 相同
。

: 21 ;5 6 方法调整的曲线 虽 然 较 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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滑
,

但只能得出 �; 一�! 岁的调整结

果
,

而被调整的年龄却涉及到了近全

部即 ;一” 岁
。

调整的男女数分别为

 � 9 9  ∀ 人和 ; � ; �  ! 人
。

� ;一 � ! 岁的

男女总人 口和调整后的男女总人 口之

差分别为 � ; 9  人和 : ; !; 人
,

这表明

这些 人被调整 在 ;一 �冷岁和 !8 一!!

岁组中
,

但由于公式所限
,

却又无法

获得调整在各个一岁年龄别上的结

果
。

可见
,

此方法不仅调整的人数相

对第一种方法多
,

而且还触及到不该

调整的 ;一� 岁组人 口
,

但却又无法

给出该调整的 !8 一!! 岁的调整数据
。

因此
,

下面的进一步讨论将是针对第

一种方法的结果
。

表 � 列出了新疆维吾尔族人 口逢
“∃

, ,

逢
“ ; ” 年龄的调整值 6即原各个

年龄人 口数与调整后的该年龄人 口数

之差 7 及其占该年龄原人 口数的百分

比
。

从绝对数上看
,

调整值主要集中

在 98 一 ∀8 岁
。

其中
,

无论男女
,

又以

逢
“

8,’ 的  8 岁为最
,

男女调整值分

别达 : : � �  人和 : > ! ! 9 人
,

逢
“ ; ,,

的

年龄以  ; 岁为最
,

男女调整值分别达

门
2

曰洲

君汹,�88
;8

� ∀  ; � 人和 9 8 9 ∀  人
。

除几个年龄外
,

女性调整值均明显大于男性
。

调整值的大小不仅与该年

龄的堆积程度有关
,

而且还与该年龄的基数有关
。

所以
,

要考察各个年龄的调整程度大小
,

还

须进一步分析相对数的变化
。

表 � 中的调整相对数有如下几个特点
<

第一
,

逢
“∃ ” 年龄的调

整幅度均比相 邻逢
“ ; ”

年龄的高
。

如 98 岁男性调整相对数为 9 �
2

� ; =
,

高于 男性 �; 岁

6 
2

� � = 7 和 9 ; 岁 6� !
2

 � = 7
,

 8 岁女性调整相对数为 ;8
2

9 ∀ =
,

高于女性 : ; 岁 6: :
2

�  纬7

和  ; 岁 6 8
2

;� = 7
。

这也间接说明
,

逢
“

8’’ 的年龄堆积较逢
“ ; ” 的严重

。

这一点在上篇文

章中已有论述
。

第二
,

调整程度的相对数有一定的变化规律
。

对男性逢
“ ; ”

的年龄来说
,

随

年龄增大
,

调整幅度增大
,

到  ; 岁达其最大值 6: �
2

�9 = 7 即在该年龄组
,

如果调整后的人

口是可以接受的话
,

那么
,

原该年龄的人 口 中
,

有 � Κ: 还多的人是由相邻  ; 岁的年龄人 口误

报的
。

对其后的逢
“

;’’ 年龄的人口
,

调整幅度仍维持较高的水平
,

到 �; 岁
、

!; 岁才有明显

下降
。

对女性逢
“
;
”

的年龄来说
,

�; 岁出现 了负的调整相对数
,

如果承认调整后的人 口基本

正确
,

那么
,

可以理解为原 �; 岁的人口中有 9
2

 ∀ =的人向其他年龄误报 6下段进一步解释 7
。

到 9; 岁
,

调整幅度剧增
,

其后一直在增大
,

>; 岁时
,

其调整幅度达最大值
,

为  9
2

�! =
,

即

对 >; 岁的原人口来说
,

其中有 9Κ ; 还多的人是由 >; 岁邻近的年龄人 口误报的
。

∀; 岁
、

�; 岁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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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; 岁的调整幅度不断下降
,

但仍在在 � Κ; 到 � Κ: 之间
。

对逢
“ ∃ ” 的年龄来讲

,

变化更呈现 出

规律
。

无论男女
,

随着年龄的增大
,

调整幅度基本上是在升高
。

就男性而言
,

调整幅度最大

的是 !8 岁
,

达 ;>
2

:� =
,

即对 !8 岁的原人 口来说
,

竟有一半多是 !8 岁相邻年龄人 口误报的
,

但因其基数不大
,

其调整绝对数仅为 � ∀ ! : 人
。

其次是 >8 岁组
,

达 ; 
2

;> =
,

一多半的原人口

是年龄误报的
。

∀8 岁
、

�8 岁也都超过了一半
,

 8 岁
、

;8 岁则接近 ;8 =
。

对女性调整幅度
,

98

岁便近 � Κ:
,

 8 岁达到一半以上
,

>8 岁 已达到 >8 = 以上
,

最高点为 �8 岁的 >:
2

89 =
,

即对 �8

岁的原人 口来说
,

有 : Κ ; 的人口是误报年龄的
。

第三
,

无论是逢
“。” 还是逢

“

;’’ 年龄
,

除

个别年龄 6� ; 岁
、

�; 岁
、

!; 岁 7 外
,

女性人 口的年龄调整幅度均 明显高于男性对应的年龄
。

表 � 遨
“

8’’ 遨
‘

,;
”

年龄的调整值及其百分比

年龄 女性 年龄

Λ以88叮了ΜΦ)左了工Ν乙内匕!��
�乙� ! 
∀��

##

⋯⋯
∃∃%&∋(
人门�
 )∗乙今+,+二−.从+内匕叹&月匕坟&

女性

/ ! 01 !

0 2 3 � 4

/ 2 5 5 0

0 3 5 ∃ 2

0 1 3 ∃ 0

∃ ! 4 0 1

1 5 � 0

∃ ! 5 /

∀65曰�
 )‘&,− )��∃∃亡−月7心&&口,‘%+8)

##

⋯⋯
∃∃,∃∃丫9卜∀汤任 乙月寸八:少曰∋∋(止月任互+;−−<

6匀=&��
六&����∋孟∃8∋

−
>>止二+内:?∃∋&∋口月了亡+(人≅匕#任∋以二−�%�

月性∋口
∀

∃∃从−�
∃∃Α..6+∃∃

已−5−�,
工 乙,−八ΑΒ�

∗乙9口!连
占−任号�乃‘0

男性

! 0 5 �

∃/ 2/ 4

∃ 1 � 1 �

∃ 4 ! 1 ∃

∃ � 4 ∃ !

5 ∃ ∃ 4

/ 4 ! 2

∃ � ∃ 1

00 4

一 ∃4 5 /

0 � ∃ 4 3

∃ 5 2 ∃ ∃

0 � 0 4 !

∃ / 0 ! ∃

5 ! 4 /

0 4 5 1

2 ! 5

∃ ∃ 5

男性

0 � � 2 !

0 � ∃ � !

/ / 3 3 !

0 0 4 � ∃

0 / 5 3 5

∃ ! ∃ ∃ / 5

2 � ∃ 2

∃ 4 5 /

∋&<%
。∋乙∋自!�∃卜>−≅匕≅匕月性∋。∋ΧΑ了内匕门了�

8∋
###

⋯⋯
注工∋−月了6∀+8∋工6−,

#

∃行∃/

∃∃5口口口∋−,+∋−∋乙∋‘

亡−二+∃∃Β尸勺叹−.6−.6+匕−∃�,∃,曰,口!一.+九从&Α.∋&∋−

表 0 ∃ 1 岁一00 岁的调整值及其百分比

年龄 男性 女性

?了江人≅&月匕∋‘∋−∃>∃Δ月认∋口连 ∀..∗乙 %−! 0 5 �

5 ! /

一 03 1 4

2 1 4 5

一 3 5 1 1

0 � �2!

一 ∃ � 35 0

0 4 4 �

!
#

∃
#

一 /#

4
#

一 ∃ /#

0 ∃
#

一 ∃ 4#

/
‘

一 ∃ 4 5 /

一 4 � / ∃

一 ∃ ∃ ∃ 2 /

0 0 033

一 0 / � ∃

/ ! 0 1 !

一 ∃ 2 � 0 4

4 � 2

Ε

一 0#

一 5
#

一 ∃ 2#

0 0
#

一 /#

/ ∃
#

一 0 4#

∋
#

如 01 岁
,

女性 人 口 调 整 相 对 数 为

0 1
·

5 1 Ε
,

而男性为 ∃5
#

!3 Ε
。

1� 岁
,

女性为

1!
·

�1 Ε
,

男性为 !2
#

2/ Ε
,

这也间接反映出女

性人 口堆积程度较男性重
。

第四
,

在年龄区间

0/ 一54 岁中
,

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
,

除了逢

,’�
”
和

“
1 ” 的年龄外

,

原各个年龄人 口数与

调整后的人 口数之差即调整值均为负数
,

这表

明
,

在以上的年龄区间中
,

所有年龄的人 口均

向邻近的逢
“

�’’ 和逢
“

1’’ 的年龄误报
。

或者

∋&∋山∋甘%9%口亡−六)Χ口&%∃∃>∋二−.几∃∃∃6口行了‘−#:月Φ八石∋“ �∃∃,曰,∃∃∃∃上,人,∃5目∋乙%自

可以理解为
,

在这个年龄区间中
,

除了
“ � ” 、 “ 1 ” 年龄尾数外

,

没有任何其他年龄尾数的偏

好和堆积
。

当然
,

前提是调整后的人 口基本正确
。

以上就逢
“

�’’
、

逢
“

1’’ 年龄的堆积现象和修正程度进行了讨论
。

实事上
,

在年龄组 ∃1 一

00 岁中
,

还有一种有趣的堆积现象
,

见表 0
,

先来看男性的调整值
,

与其它 0/ 一54 岁年龄区

间不同的是
,

除了 ∃1 岁
、

0� 岁有堆积现象外
,

∃2 岁
、

∃3 岁
、

00 岁的调整值均为正值
,

也有

一定的堆积
,

即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报这些年龄
。

∃2 岁
、

∃3 岁
、

00 岁对维吾尔族男性公民分别

意味着参加工作
、

参军和晚婚
。

这样
,

也就不难理解一部人会不到这些年龄而误报
。

对女性

来说
,

∃1 岁并未象其它逢
“

1’’ 的年龄一样而出现堆积
,

最为明显的特征是 ∃3 岁的堆积
,

其

调整值很大
,

绝对数达 0 0 0 3 3 人
,

占原人 口的 0 0
#

� 2 Ε
,

即在原 ∃3 岁人 口中
,

有 ∃Γ 1 的人是

由其它不是 ∃3 岁的人误报的
。

∃3 岁是新疆少数 民族女性的法定婚龄
,

可以推断
,

仍有相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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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数民族女性不足 �� 岁就想要结婚
,

所以
,

许多 �; 岁
、

�> 岁
、

�∀ 岁的女性倾向 �� 岁误报
,

这样不难解释 �; 岁未出现堆积
。

表 :
、

图 ; 是调整后的新疆人 口的最后结果
,

是将调整后的维吾尔族人口 加入不含维族人

口 的新疆人 口后得到的
。

调整年龄区间为 �; 一 !! 岁
,

调整后的男女总数都与原人 口数相同
,

自然
,

调整前后的总人口数也没有变
。

调整值发生在 �; 一 !! 岁之间
,

并相互抵消
。

表 : 调整前后的新弧分年龄人口状况

年龄
男性人 口 女性人 口 男女合计

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
� �   � �

� ∀ ∀ 8  ;

� � ; � 9  

� ! �  8 8

� � > ; �  

� � > 8 ∀ ;

� ∀  8 9 8

� > > � ; ;

� > ∀ > 8 :

�  ; ! � ∀

� ; !  ! 8

� : ∀ ! ! �

� ; ∀ > ∀ �

� ; � � 9  

� ∀ ; � 9 8

� � ; > > �

� �! � :  

� � ! � ! 8

� ! � 9 ! 9

� ∀ ∀  8 ∀

9 � � �! !

� ∀  ∀ ; �

� � 8  ;  

� ;  ∀ > 9

� > � ;  �

� ∀  8 ; �

� ; � !  8

�  ∀ ; > 8

� �  �   

� 8 > ! �

� 9 : ; � ;

! 8 : ; >

� 8 ;! � !

! � ! � ;

� � ∀ > :

� � � ∀ � >

! 8 ! 8 �

� 8 !  ;

� 9 � � 9

>  8 ! ∀

� � � ; : >

� �   ��

� ∀ ∀ 8  ;

� � ;� 9  

� ! �  8 8

� � > ; �  

� � > 8 ∀ ;

� ∀  8 9 8

� > > � ; ;

� > ∀> 8 :

�  ; ! � ∀

� ; ! ! 8

� : ∀ ! ! �

� ; ∀ > ∀ �

� ; � � 9  

� ∀ ; � 9 8

� � � : ∀ �

� � �� ! �

� ! 9 ∀  ∀

� ! � ∀ � :

� � > : > 9

� ! � � : ;

� �; >  :

� ∀ ∀ > �  

� >   � �

� > : �  �

� > 8  �  

� ; 8 : ! 9

�  � >  �

� � : � :  

! ; ∀ ! �

� 8 :  � �

! �!  !

� 8 ;   �

! ∀ � 9 9

!  �   

! > > > >

! � � � !

� ; ; 8 8

� � 8 : �

∀  ∀ ; >

�  > ; 9

� ∀ � � ∀  

� > ! ∀ ! �

� � 8 ∀ ! ;

� � ∀ ; : >

� ∀ ! � > �

� � 8 ! 9�

� > ∀ � : >

� > � ! ! 8

� >  8 8 !

�  8 ∀  :

� ; � ; 9!

� : � : >  

�  ! ; > :

�  ! ! ∀ :

� > 8 > 8 !

� > ; !  ∀

� ∀ �  : ∀

� ∀ � ∀  !

9 8 9  > !

� ∀ � :  >

9 �  > � 8

� > 9 ;  �

� ∀� :   

�  > 8 � �

� ; 8 : > �

� ∀ 8 9 : !

�  � ; ! 8

� : 8 > ; !

� 8  ; ! !

∀ : >  �

� 99 9 �  

∀ � ! � 

!  � �  

�  : ��

�  � : 8

� �  8 : 8

! 8 8 >  

∀ ! > ! 9

� 9 ∀ 8 �

>  ∀ �  

� 9 8 ! ! !

调整后

� ∀ � � ∀  

� > ! ∀ ! �

� � 8 ∀ ! ;

� � ∀ ; : >

� ∀ ! � > �

� � 8 ! 9 �

� > ∀ �: >

� > � ! ! 8

� >  8 8 !

�  8 ∀  :

� ; � ; 9 !

� : � : >  

�  ! ; > :

�  ! ! ∀ :

� > 8 > 8 !

� > ∀ ∀  8

� ∀ �  > �

� � 9 ! � 9

� � 8 � � �

� ∀ : >  ∀

� � 8  9 >

� ∀ � ; > �

� ∀ 8 > : �

� ; ! ; ∀ >

� ; ; ∀  :

� ; 8 8 > �

�  � 9 8 ;

� : ; � > >

� 8  � � �

� !  ! 9

! ;  8 ∀

� ! � > �

! > > � 

! 9 9 8 >

! � � : ;

!   � !

! 8 ! ; 9

� > > ∀  

� 9 ! � >

∀ > 9  8

�  8 8 ∀

调整前 调整后

: > 9 > > 9

:  > � : >

: > > > � !

: ∀ � ! : >

: > >   ;

: > ∀ 8 8 :

:  � � ; >

: 9 � �  ;

: : � > � 9

9 � > ∀ : 8

: � � 8 � !

9 > ! : > 9

: 8 ∀ 9:  

: 8 � ∀ ! ∀

: : ; ∀ 9 !

: ; � > 8 �

: > 8 ; ∀ �

: > � > : !

 8 8 ∀ > �

:  �∀ ; :

 9 > ; ∀ !

: : ∀ 9 ! 9

: ; � ∀ ! �

: 8 8 ∀ � 8

: � � ! � >

:   9 ! 8

9 ! : ; : 8

9 ∀ � 9� !

9 � !   :

� ;  : : !

9  ; ∀ 9 !

� > ! :  8

9 8 8 � 8 :

� ∀ > : 8 :

� ∀ : ; ! :

9 9 ; ∀  >

� � 8 ! ∀ 9

� > 8 > : ∀

� >  � � :

� 9 � � � �

9 : ! ; : ;

: > 9 > > 9

:  > � : >

: > > > � !

: ∀ � ! : >

: > >   ;

: > ∀ 8 8 :

:  � � ; >

: 9 � �  ;

: : � > � 9

9 � > ∀ : 8

: � � 8 � !

9 > ! : > 9

: 8 ∀ 9 :  

: 8 � ∀ ! ∀

: : ; ∀ 9 !

:  ! � � �

: > > > > 8

: ∀ ; > ; !

: ∀� � ! 

: > 8 8 8 �

: ∀ 9 9> 8

: >  9 � 9

:  � : 9 9

: 9: ! � ∀

: � ! ; �  

: � 8  ∀ ;

9 ! � ; ! ∀

9 � : � � ;

9 � � >  ;

� � ; 9 ! 8

� ! � �� !

� � � � �∀

9 8 9 � 9;

� ! 8 8 9�

� � ; ! ∀ !

� ! � 8 � ;

� � 9 ∀ ∀ �

� ∀ 9 � ∀  

� >  8 9:

� ; 8 ! ! >

� > � > ;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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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续表 : 7

年龄
男性人 口 女性人口 男女合计

调整前

>� ; ��

> ! >> �

> 8 ; : >

;> 9 9  

� 9 9 !

> : 8 8 >

>9 ! ∀ �

∀ � : ∀ >

> � ; 8 !

� 8 � :∀ 9

> 9 �! >

> ; �9 ∀

; ∀ � � ;

;9 > > �

> : ∀ ��

; 8 � �

 ; 9 �  

 :  9 8

 8 8 9 :

∀ 8 �� �

:  � : >

: ; ! >  

: �∀ ! :

: 8 : 99

 9 ∀  ∀

9 �∀ > !

9  ! > ∀

9 ; 9 9!

9 8 : �  

: ∀  >  

� ; !  !

� ; � ∀ 8

� : 8 ;>

�� ∀ : >

�> >: 

� 8 > !

� �∀

� > ! 9

> 8 > 8

� :  >  

 ; � !

 9 ;

: � : ∀

: �� >

 ; 9 ;

9 > ! !

� ! � 9

� ∀ 8 ;

调整后

∀ > ; � �

∀ : : ! 9

∀ � ! ∀�

> >!  9

> > ∀ ∀ �

> ; ! � >

> � ∀ �  

∀ 9 9� ∀

∀ > : : :

∀ �> ∀�

> ! > � !

> � ! ;9

> : ! > >

; ∀ ! ∀ 8

; : 8 8  

; �  � �

 � > > �

  > > 9

 ;  8 �

 > � ! 9

 8 � : �

 � :  !

: �; 9∀

: ;  ! ∀

: : > : 8

: 8 8 ! !

9 ∀ ; 8 8

9 > ; : �

9  : : >

9 : : 9 ;

9 8 8 9 8

�� ∀ � 8

� ∀ 8  ∀

�  ! ∀ :

�9 �� �

� � 9 � �

! ∀  :

� � � >

∀ �>  

∀   �

> 9 ! 9

; > 9  

 � > ∀

 : 9 8

: ; � 8

9 ∀ ! ;

9 9 ; ∀

� ! ��

调整前

>� 8 ! ∀

∀ �: 8  

> ; ∀∀ 9

> > 9 :

! ; ;9 8

> �  ! 9

> 9 > �:

> >  � ∀

; !  : ;

! > ;9 �

; � ∀ :  

; � �∀ 9

  > 8

 : ∀∀ �

; � !9 !

 � :9 >

: : � : :

: 9 ! > 8

9 �: 8 9

> 8 ;: ∀

9   � ;

9  � 9 :

9 8 �!  

9 8 >� 9

:   : :

9 8 ; :  

� > ∀ �>

� > > � ∀

�  ;  �

: 9> ∀ �

� � ∀ � !

� � : ; 8

! > >

! 8 :  

� 9! !  

∀ !∀ ;

> �∀ ;

>   !

 �: ∀

� 9 8  !

: ∀� �

: :∀ >

9 ;9 

9:!  

: ;� !

� ! 8 �

� ; ! �

� 9! 9

调整后

∀ ∀ �∀ !

∀ ∀ 9 ��

∀ ∀ ∀ >∀

∀ ; ∀9  

∀ ; 9  >

∀ �∀  8

> ! ∀ ! !

> � ∀ >

> > !  >

> ∀ > �9

; ! : ; 9

; ∀ ;� 9

; : ; �  

 ! �; >

 ; >� �

 9>9 ;

: � 9! ;

:  ! !  

: : ∀  �

:  ∀ 9;

: 8 ! ;  

: 8 : !  

9 ∀ !� 9

9 ; � ! >

9  ! > 8

9 �∀ 9 :

� ! ∀ > 9

� �∀ 8  

� ∀ � : �

� ∀ ! ; :

� ; > � �

�  ! ; 9

�: ∀; �

� 9 �  >

� 8 �! !

� ;� ;

∀ 8 � 8

> ;� ∀

> 8  !

> � ∀

; 9∀  

 �9 �

 99  

: > > ;

9由 8

9 � 9 ∀

� ∀ : �

� : ∀ >

调整前
� : > > 8 �

�  8 ! ∀ 9

�9> : 8 �

�99 >  ∀

� ∀ ! ∀  !

� : �  ! �

� 9 ; ; ! �

� : ∀ ∀ ! :

� 9 ∀!   

� ! ∀! 8 8

� �  > : 8

� � > 9! !

�8 �∀ ; ;

! >  : !

� 9 9 >  ∀

! 9� > ∀

∀ ! 8  ∀

∀ > : � 8

> � : 9 ;

� : 8 ∀ � �

; � ; ; �

> 8 8 �∀

; �! �∀

; � 8 8  

∀ ∀� �8

 !: 8 :

 � ∀ ; :

 �! �>

:  ! : 9

∀ 8 �  9

9 ∀ > > �

9 ∀ 9 9 8

99 ∀ 8 9

9 8 ∀ ∀ 8

9 !> 9 �

� �> 9  

�  > > 9

� ; �  �

� 8 � ! ∀

9 ; ; � :

� : ∀ ∀

∀ > 9 �

; > > �

; ; � 8

� 8   

 > 8 ∀

: ; ∀ :

9 ! ! ∀

调整后

� ; : ! ∀

� ; 8 > � 8

� !∀ : �

�  9> > ;

�  98 9 ;

� : ∀ > ; ;

�: �; � :

�  � 8 : :

�  : 9 ∀ �

�  >9 � :

� 9 � ! ∀ �

� 9>  > :

� � ∀ � 8

� 8 ∀ �9 >

! �> ! 9

!  � � :

� > ! ; >

∀ ! > ; >

∀ !�  !

� 8 ! � ∀

∀ � ∀ � ;

∀ � ∀  9

> >; 8 !

> �: ! :

; �; ! 8

; �� 99

 ∀ 9 > 9

 ;9 : ;

 9� ∀ ;

 �9 ∀ �

: ; > : !

: : > 9 9

: 8 � 8 ;

9 ∀ � � !

9 : 8 � ∀

� !∀ ! >

� > � 9  

� ; : : :

� : ! �9

� : ; ! ;

� � ; > >

� 8   ;

! 8 ! �

∀ ! � ;

> : � 8

 ! 9 9

: ! ! ;

: 9 � 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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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续表 : 7

年龄
男性人口 女性人口 男女合计

调 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

� : 9  

:  9 �

� 8 ; ∀

9 > �  

� 9 ; >

� � ! �

��ΛΟ
口左‘+ΛΦ∋Η−−>>人乙6∋乙≅匕门了��自∋山

∀勺∋以夕曰∋−?Φ内:冉:.6−−生八),自∋乙一吕一找门了勺ΙΧ口6:内ϑΧ廿,∀八+��
口洼孟∗+Χ心&
一:口匕!!今山∋−9:8−8‘一乙乃乙5曰∗自八−(三尸勺一吕六己沱:内Κ ∀Χ∗乙二−∋

≅匕亡−%口八2
内匕门了尸∋止−=∃Β∃6+!∃从−>−%

∃∃

∋甘�∃
∃,白八∋月任6匕人匕门了�5�曰只&%#∋−%甘∋‘∋�%曰∋曰∋#%。∋“

合计 4 3 0 0 4 5 ∃

∃4 2 0

∃ 2 0 3

∃0芍3

∃ � 4 4

5 ! 3

33 ∃

4 4 3

2 ! 0

1 1 3

1 0 ∃

1 / !

4 3 0 0 4 5 ∃ 4 / / / ! 2 0 4 / // ! 2 0

0 / 3 ∃

2 ∃ � 1

∃ � ! �

∃ ∃ ∃ �

3 0 �

5 � ∃

∃ 2 ! !

3 5 /

4 0 !

5 1 1

2 / 3

∃1 ∃1 2 01 /

/ � ∃ 3

0 3 ∃ 5

0∃ 35

∃3 1 4

∃ 2 0 4

∃ ! 3 !

∃ 0 5 3

∃ � 4 �

5 ∃/

3 ∃1

4 1 3

∃ 1 ∃1 2 01 /

‘

群
Λ 一 调登前人

”

Μ
·

, 调勤人
口

。佳抖Ν#
· · · 、 · · · , ·

图 1 ∃5 5� 年新获地区调整前后的人口年龄结构曲线

图 1 直观地显示出
,

调整后的新疆总人

口 已不存在年龄堆积
,

而且大体上保持了原

人 口的变化状况
。

对调整后的人口计算其迈

叶斯指数和惠普尔指数见表 !
。

无论是惠普尔

还是迈叶斯指数
,

对调整后的维吾尔族人 口
,

或对调整后的总人 口
,

均完全正常
。

值得注意

的是
,

这里对调整后人 口计算指数正常
,

并不

是要证明调整结果正确
,

这里仅仅是在说明

调整后的人 口不存在年龄堆积
。

调整后的人 口不存在年龄堆积这 只是一

方面
,

重要的是
,

调整后的人口是否可以接受

或基本接受
,

而且如果调整后的人 口正确
,

正确到什么程度 Ο 对于第一个问题
,

结果是否可

接受
,

应该是肯定的
,

这在开始调整数据之前就做了分析
,

而且是按照调整数据的前提条件

进行的
,

如
Π

在最小范围内调整
,

最大范围内保持原数据信息
Θ
被调整的人 口基本是稳定变

化的等
。

对于调整的正确程度
,

数据本身无法给出答案
,

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
。

表 ! 对调整后新获人口年龄结构的检验

维族人 口 总人 口

迈叶斯指数

惠普尔指数

合计

�
#

5 � �
#

4 2 ∃
#

� 2

合计

�
#

5 �

∃ � �
#

∃ ∃ ∃ � �
#

∃4 ∃ � �
#

� ! ∃ � 0
#

1 !

�
#

4 2

∃ � 0
#

1 5

∃
#

� 2

∃ � 0
#

1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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